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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说，“经济学是一
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
懂得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质之一。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结合了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优
点，向人们传递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并教导人们做一个好
公民。
只要大家有心学习，枯燥而又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并不让人烦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
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
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弗里德曼先生的话多么耐人寻味！
    经济学作为一门指导人们生活、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初学经济学的青年学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变革激荡的时代应当感到幸运。
学习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你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收益：    一是有助于你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
神奇的经济世界里，有许多经济问题会激起你的好奇心：为什么股市有牛市、熊市？
为什么汽油价格会时高时低？
为什么篮球巨星姚明的收入那么高，而很多人却连衣食都成问题？
为什么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
为什么欧盟国家会发生债务危机？
⋯⋯这些问题，神奇的经济学会帮助你找到答案。
    二是有助于你更加精明地参与经济生活。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很多选择，如把多少收入用于支出，多少收入用于储蓄，多少收入用于投资
；工作后管理一家企业或一家公司，你要对产品定多高价格作出决策⋯⋯学习经济学本身不会使你富
有，但它却能提供一些有助于你致富的理论与工具。
    三是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的潜力与局限性。
作为一个公民，你有权利了解社会资源配置的政策，有权利选择赞成或反对其中的某项政策，如政府
预算赤字如何影响经济，政府到底将公共财政花在什么地方，税收政策对你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
需要你用经济学的知识来理解和分析。
    无论你和朋友谈天、阅读报纸、收看电视，还是参加政府就某个问题举办的听证会，哪怕你在恋爱
交朋友、抚育小孩、照顾老人，都会用到经济学原理中的各种知识。
经济学知识将使你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精明、更加理性，它能够帮你了解经济发展大势，把握投资机
会，使你的决策更科学、失误更少，减少你在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烦恼和苦闷。
正如兰兹伯格所说：“短短几行字即可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    然而，现在经济学领域有一种误区，似乎一切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公式、定
理才能解决。
因此，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和课堂上使用的经济学教材，大多都是一些经济学专家按照经济
学的理论体系，使用专业的经济学术语、模型和数学公式，按照逻辑推导的方式来进行编写和安排。
他们把本来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变成复杂的数学问题，书越编越厚，数学公式越来越多，方程式越来越
复杂。
他们忘记了经济学原理中最基本的一个事实：时间是人们拥有的最稀缺的资源。
实际上，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早在公元前250年就言简意赅地指出：“大部头的书，真烦人。
”用数学、模型来推导经济学问题的方法，对于那些以后要专门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年轻学子来说
固然十分必要，但对于绝大多数未来不是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而是从事具体的实际工作的人来说并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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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将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可能更有意
义、更有价值。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教授托马斯·索维尔著述的《通俗经济学》，就是这种工作的有益尝试
。
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事实，该书并没有使用太多的专业术语、图表、公式或数学方程式，而是用
具体生动的故事、通俗简明的语言、别具一格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在轻松愉悦中掌握原理，理解
知识，获得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
正如作者所言：“《通俗经济学》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地获得信息。
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不难理解，但却很容易忘记，尤其在面对政治与媒体那令人发晕的花言巧语时更是
如此。
贯穿本书的那些生动而真实的例子则会使这些原理难以忘记，这是图表、方程式无法做到的。
”    写一本面向普通民众的通俗经济学著作，这是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天职。
感谢托马斯·索维尔先生的有益工作，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院博士王宏新以及
刘文波、张敏两位硕士研究生的辛勤劳动，使这本英文著作能及时地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
另外，曹雅君负责了第12章、第13章和第14章的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为托马斯·索维尔的《通俗经济学》能够在中国出版表示由衷的高兴
，希望该书能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赢得千千万万的“粉丝”。
特写下这篇短文，以为序。
    唐任伍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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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前苏联的制造企业要保留几乎一年的库存，而像丰田这样的日本公司的库存却只够几小时
使用？
为什么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资源是日本和瑞士的几倍，而日本和瑞士的人均收入却是乌拉圭
的两倍、委内瑞拉的好几倍？
为什么政府不能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来使每个人变得更富有？
为什么阿根廷的小麦歉收却使乌克兰农民的收入增加了？
为什么政府的最低工资管制，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
为什么位于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对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往往收取更高的价格？
为什么对收入征税并不能有效改变贫富差距？
为什么贫穷国家汽车的使用时间一般要比富有国家汽车的使用时间长，使用时间长代表经济更有效率
吗？
为什么许多企业的员工都在加班加点，且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企业还是不愿意雇佣更多的人员？
为什么政策初衷与最终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
　　所有这些令人费解的经济现象，只要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便不难理解其背后的真相。
在《通俗经济学》这部写给普通人的经济学巨著中，索维尔利用来自世界各地、跨越几个世纪的生动
案例，既不用图表、方程式也不用专业术语，仅仅用简单易懂的大白话来解释经济学基本原理，帮助
普通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现象，从而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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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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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唐任伍，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副会长等职。
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科研项目30多项，出版《扶强抑弱的全球化规则研究》等专
著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王宏新，山西武乡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济学、民生与公共政策等领域。
主要著作有《土地一级开发实务指南》、《土地政策学》、《下一轮趋势》（译著）等9部；在《管
理世界》、《改革》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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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1章什么是经济学 无论一个人是保守派的一员还是激进派的一员，是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
还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是一位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是一位牧师还是一位异教徒，了
解经济现象的因与果对他而言都是有用的。
 ——乔治J.斯蒂格勒 要理解在媒体上和政治活动中讨论的大多数经济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经济学中
最基本的原理知识。
然而，这些原理却是大多数民众所不知道的，也普遍被政治家、记者甚至经济学领域之外的许多学者
所忽视。
 这些经济学原理适用于世界各地，并已应用于有记载的数千年历史。
这些经济学原理适用于非常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
，并且适用于不同的民族、文明和政府。
那些曾导致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物价水平上升的政策，数千年后，也导致了美国物价水平上升。
开罗、香港、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纽约等地实施的租金控制法案，导致了一系列相似后果。
在实施相似农业政策的印度和欧盟国家，也同样产生了类似后果。
 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实践的差异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经济原因造成了以下情况：在前苏联，制造企业要保留几乎一年的库存；而在一些像丰田一样的
日本公司存留的库存供应却只够几小时使用，因为新的零部件和设备可以在一天中几次被运送到工厂
，并且它们从货车上卸下来后就直接被组装到正在生产的汽车上。
尽管这些企业的库存政策差异很大，但却都是以理性为基础。
 经济学不单单是一种理解模式或解开令人费解的难题的方法。
它关注的焦点在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这一水平如何受个人或组织的决策所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考察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激励，而不是只考察其所追求的目标。
这意味着结果比动机更重要，不仅包括这些决策、政策和制度的直接结果，而且还包括其长期的间接
影响。
 有良好意愿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是倘若不能对经济如何运行有正确的理解，则良好意愿可能会给整
个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相当数量的经济灾难是出于为人民造福的政策好意而造成的。
事实上，如果那些曾提出或支持这些政策的人懂得经济学的话，这些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
 许多人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有一致看法，但对于“什么是经济学”却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认为经济学是教你如何赚钱、经营企业、预测股市未来波动的一门学科，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
事实上，经济学并非个人理财，也非企业管理，预测股市走势也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可靠的计算公式。
 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学，我们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经济体。
大多数人可能会把经济体看做是生产和分配物品和劳务的一个系统。
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不够准确。
传说中的伊甸园也是一个生产和分配商品和劳务的系统，但它却与经济无关，因为在那里样样东西都
应有尽有。
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节约，也就没有经济学。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给出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
稀缺资源的利用的研究。
 换句话说，一国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生产中的使用决策决定了该国的生活水平，而
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
这些决策及其结果比资源本身更为重要。
这是因为，有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国民却生活贫穷，而像日本和瑞士等国家尽管拥有相对
较少的自然资源但却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资源价值是日本和瑞士的好几倍，但日本和瑞士的人均收入却大约是乌
拉圭的两倍、委内瑞拉的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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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这些产出决策的不仅仅是个人、企业或政府。
对经济产出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由哪些永久性制度来决策，即采用哪种经济制度、在哪种法律制度中
运作和受哪种政治制度所控制。
在分析所有这些决策和检验其所产生结果的证据时，一定要时刻牢记：使用的这些资源既是稀缺的，
又是可以用于其他用途的。
当一个政治家承诺他的政策将增加一些令人满意的物品与劳务供给时，我们就应该问一个问题：这是
以哪些物品与劳务的减少为代价的呢？
 那么，稀缺是什么意思呢？
稀缺是指每个人想要的物品总和大于其实际存在量。
这意味着并没有简单的“双赢”解决方案，只能认真地、有时甚至是痛苦地进行权衡取舍。
这看似简单，但其内涵常常被人们深深地误解，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
例如，《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描述经济困境，并以此表达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担忧，而这一阶
层却是有史以来在地球上居住的最富有的人群之一。
这篇文章描绘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自家游泳池里游玩的画面，但它的主标题却是“美国中产阶
级，只能勉强度日”。
这篇文章的其他小标题包括： 愿望不能满足，计划未能实现 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储蓄很少却享用一些
奢侈品 简言之，尽管美国中产阶级拥有超乎其他国家人们（甚至也包括前几代美国人）想象的财富，
但美国中产阶级的欲望仍超出了他们可以轻松支付的能力。
中产阶级自己和这位作者都认为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并且那篇文章引用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的
说法“预算对这些人的限制真是太大了”。
但是限制他们的并不是像预算一样人为的东西，而是现实。
现实中从来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限制所在。
这才是稀缺性的真正含义。
 尽管美国人均实际收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51%，但是中产阶级家庭还是“不得不为了并不高的
收入而辛苦工作”，在那篇文章中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的一位教授如是说。
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人是否也认为待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工作、享有喝咖啡时间的美国人工作很
“辛苦”，这就值得怀疑了。
不过，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认为自身状况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甚至会令人苦恼。
 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要超支信用卡，这样才能使他们的财务处于正常状况。
 杰拉尔丁·弗雷泽说：“但是，如果我们作了错误的决定，来自账单的压力就会回升，那可是很痛苦
的。
” 从学术界到新闻界，包括中产阶级自己，对所有这些人来说，令人很奇怪的是现实中竟然存在一个
叫做“稀缺性”的东西。
这意味着既要尽力带来高产出，又要在花费时承担个人责任。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能比稀缺性更具说服力，所有对于节约的要求都与稀缺性有关。
 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实践或制度，也不论它们明智、高尚与否，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物品完全满
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不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类型的，“未满足的需要”都内嵌于
我们社会之中。
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区别在于进行权衡取舍的制度方式不同，任何经济制度都不能避免权衡取舍
。
 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消费者如何对已有物品和劳务产量进行消费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关于
如何从稀缺资源中生产这些产出，即把投入转变为产出。
除了稀缺性，“多种用途”也是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每种资源只有一种用途，那么经济学就简单多了。
但实际上，水本身既可以用来制造冰块，也可以用来制造水蒸气，而当与其他东西相结合时，它还可
以用于生产许多混合物和化合物；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但在医学上，它还可以用来缓解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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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石油不仅可以用来生产汽油、煤油等燃油，而且还可以用于生产塑料和凡士林；铁矿可用于生
产从回形针到汽车，再到摩天大楼的钢筋骨架等各种各样的钢铁制品。
 那么，应该给一种资源的每一用途分配多少这种资源呢？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而且每个经济体确实在有效或无效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答
这一问题。
经济学的全部就是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
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作出关于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的决策，这些决策对整个社会生活影
响深远。
例如，在前苏联，尽管其工业生产量少于美国，但其工业用电量却比美国大。
为了生产既定量的产出，前苏联要用更多的钢铁、水泥和其他资源。
这种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低效率使得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拥有
的自然资源都丰富），享有较低的生活水平。
又如，俄罗斯是世界上仅有的石油产量多于其消耗的几个国家之一，然而丰富的资源并不能自动生产
大量的物品。
 在21世纪初的中国，生产既定产值需消耗的能源大约是日本生产同等产值所需消耗能源的7倍。
生产效率，即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比率，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谈论的某个术语，它影响着整个社会
的生活水平。
当想象生产过程时，我们应该考虑实际的东西，如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铁矿、石油、木材等和从生产
过程另一端产出的食品、家具和汽车等，而不是把经济决策仅仅看做是关于货币的决策。
 尽管“经济学”这个词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钱，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货币仅仅是人们为生产真实物品
而造出的工具。
如若不是这样，政府仅仅通过印刷更多的货币就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富有。
决定一个国家贫困或富裕，不是货币的多少，而是这个国家拥有物品和劳务的数量。
 经济学并不是研究有关特定个人或企业财务状况的学科，它研究整个社会的物质福利状况。
例如，当经济学家在分析物价、工资、利润或国际贸易余额时，要考虑的是对经济体系不同部分所作
出的决策，是如何以一种提高或降低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方式来影响稀缺资源的配置。
 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发表意见或发泄情绪的话题。
它是对以特定方式做特定事情时会造成什么结果的一种系统研究。
在经济分析中，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与一位保守主义经济
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本书要探讨的正是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理。
 尽管和科学领域一样，在经济学中也存在争议，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基本原理知识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正如化学和物理的基本原理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一样。
例如，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分析，并不只是爱因斯坦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广岛和长崎的经历中明
白这一点。
对于一个特定的日子，经济表现不大可能是大起大落的，但20世纪30年代那场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千百
万人陷入贫困，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许多国家，虽然食物供给过剩，但仍有很多人营养不良。
这场经济大萧条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要超过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死亡人数。
相反，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对其经济政策作出变革时，经济便
开始迅速增长。
据估计，有2000万印度人在过去10年内摆脱了贫困；每日生活费用为1美元或少于1美元的中国人，其
人数从3.74亿（这是1990年中国人口数量的1/3）下降到了2004年的1.28亿，而现在只占中国不断增加的
人口总数的1/10。
换句话说，大约2.5亿中国人由于经济政策变革而富裕。
 正是这些事情使得经济学研究变得重要，这可不只是关于个人观点或情绪的事情。
经济学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知识体系，也包括从这一知识体系中得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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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作出合乎经济学的决策，并不一定要涉及货币。
当一个军事医疗队到达一个有各种各样伤员的战地后，他们面对着一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如何分配
这些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医生、护士或护理人员，也没有足够的药物。
一些伤员濒临死亡边缘，而且几乎没有救活的可能；而另一些伤员如果得到及时救护，就很可能活下
来；还有一些伤员只受了轻伤，不管他们是不是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都很可能会康复。
 如果医疗队不能把它的时间和药物有效地分配，它就会把时间花费给那些不需要紧急救护的伤员或那
些不管对他们做什么都很可能会死亡的伤员，而另一些伤员将会无谓地死去。
尽管没有任何金钱交易，这却是个经济学问题。
 大多数人甚至不愿去想象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些选择。
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美国中产阶级为不得不作的较为温和的选择和权衡取舍而苦恼。
但生活不会问我们想要什么，它让我们自己作出选择。
经济学就是试图教我们作出这些选择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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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简洁明了⋯⋯在过去30年的经济学家中，索维尔的确成就非凡。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通俗经济学》不仅对于普通大众读者很有价值，而且
对于律师、企业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也都很有益处。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Times）    《通俗经济学》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
第4版已扩充到500页以上，读者一定会为此庆幸。
索维尔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和完美无瑕的经济学，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
都是一种享受。
    ——托马斯·黑兹利特（Thomas Hazlett），法律与经济学教授，乔治梅森大学信息经济项目主任    
真是太需要了⋯⋯任何读过带有偏见、枯燥无味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人，都应该读读《通俗经济学》来
进行纠正。
    ——《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通俗经济学》每一章都证明了为什么索维
尔是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如果想知道经济学是如何掌控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此多的事情，本书是必读书。
    ——亚瑟C.布鲁克斯（Arthur C.Brooks），美国企业研究院院长、《战争：自由企业与大政府之间的
斗争将塑造美国未来》（The Battle：How the Fight Between Free Enterprise and Big Government Will Shape
America’s Futur_e）作者    《通俗经济学》证明了索维尔教授能够让一个从未踏进经济学课堂的人理
解经济学。
这本书里有大量日常经济学问题的案例与详尽解释。
    ——沃尔特E.威廉姆斯（Walter E.Williams），乔治梅森大学特聘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的既定事实常
使许多人大惑不解。
索维尔以堪称典范的方式揭去了这些事实的神秘面纱，使它们变得直观，甚至显而易见。
    ——大卫·博阿兹（David Boaz），加图研究所高级副所长，《自由主义导论》（Libertarianism：A
Primer）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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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俗经济学(原书第4版)》不仅对于普通大众读者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律师、企业家、政治家、经济
学家也都很有益处。
书中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例，让你活明白，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媒体
和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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